
提升的態度，既然是出於甘心情願接受洗禮的，盼望大家日後都準時參與禮儀。  

 

 第三：要捨棄擁有。耶穌不是叫我們甚麼都捨棄，祂提醒我們：我們所擁有的，是

為我們使用。單看銀行存摺一個個「零」不斷增多是沒有意義的，這只是數字的增

加。將錢儲蓄起來是方便需要時取用的，我們要在適當時間加以善用。另一方面，

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屬於我們個人的，我們只是暫時作為物件的管家。有一天，當

我們離世時，將不能拿走任何一樣東西。  

 

 讓我們好好反省今日聖經的教訓。耶穌再次問我們是否願意跟隨祂。如果我們的答

案是肯定的話，我們要問：我們愛天主比愛其他東西更重要嗎？我們是否願意每日

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最後，我們是否願意捨棄所擁有的一切，幫助有需要的弟兄

姊妹？聖保祿宗徒說：「不要勉強，而是出於甘心。」（費 14）讓我們祈求天主派遣

聖神，開啟我們的心目，俾能洞察上主的旨意，修正我們的生活態度，做上主所喜

悅的事，盼望與我們接觸的人都能獲得上主的救恩。  

 

 

 

 

 

 

 

 

 

 

 

 

 

9月 8日  
（星期日）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智慧篇 9:13-18  

聖詠 90:3-4,5-6,12-13,14,17  

費肋孟書 9-10,12-17 

路加福音 14:25-33 

 

天國驛站  用對方法  蔡惠民神父 

有兩個樵夫每天都到同一座山裡去砍柴。第一個樵夫，天沒亮就出發，工作到天黑
才回家。第二位樵夫，中午吃過飯才上山，天還沒黑就回來。第一位樵夫，每天砍
不到一擔柴。第二位樵夫，每天卻可以砍到兩擔柴。有一個村民很好奇地跟到山上
去偷看，發現第一位樵夫很努力工作，都沒有偷懶。到了翌日早上，村民又去看第
二位，發現他拼命地磨斧頭。第三天，村民下午到山上看他們砍柴，原來第一位樵
夫砍了三、四下都砍不下來，第二位樵夫，只砍了一下，樹木就應聲而倒了。 
 

昔日跟隨耶穌的人中，很多是慕名而來的。他們有被耶穌的教導所觸動，也有被耶

穌的奇蹟所折服。在他們心目中，耶穌就是救主，跟隨祂，生活自會得到祝福和保

障。面對這些滿腔熱誠的群眾，耶穌提醒他們做門徒之道。首先，「要惱恨自己的

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路 14:26）否則不能

做祂的門徒。此外，不論誰，若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不能做祂的門徒。（

路 14:27）耶穌不單無欣賞和鼓勵這些群眾，似乎還向他們潑冷水。十字架是當時一

種處決顛覆份子的刑具，為甚麼要落得如此下場才堪當做耶穌的門徒？為甚麼要跟

自己摯愛的親人反臉，才有資格跟隨耶穌？ 
 

耶穌不是懷疑這些群眾的熱誠，但祂想指出，門徒之道不單是滿腔熱血，更要懂得

冷靜抽離，否則很快便會油盡燈枯。例如，耶穌要求祂的跟隨者愛自己的鄰人，如

同愛天主，因為天主是無形無像，我們是通過具體的行動來表達對天主的愛。不過

，有時我們會不自覺地本末倒置因愛成礙。家人是我們的摯愛，我們最容易愛不得

其法，反使自己的父母、妻兒、兄弟、姊妹成了自己生命的絕對。結果，我們所愛

的人取代了天主的位置，成為自己的命根，失去了他們，便好像失去了一切。同時

，我們也將自己的期望加在他們身上，使他們失去自由，變成自己的擁有。如此，



人跟隨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天主，愛的也只是合乎自己期望的弟兄。耶穌不希望變

成我們的偶像，更不希望我們將不切實際的期望放在祂身上，當這些期望不能實現

時，反成為我們失望的理由。 
 

耶穌也要求跟隨他的人要服務弟兄，因為對弟兄中最小一個所做的，就是對祂做。

不過，很多時我們亦不自覺地把服務變成了目標。堂區的投身和愛德工作，如果只

有熱誠而不懂得抽離，服務只會變成一連串自我表現的機會，甚至是人際不和的因

由。如果要跟隨祂，耶穌要求我們要找時間先坐下來看清楚自己服務的目標和工作

。忽略了抽離的時刻，我們只會愈來愈變得機械化，只懂得為工作而工作，為活動

而活動。 
 

我們相信自己是耶穌的門徒，但耶穌今日提醒我們看清楚自己跟隨的是誰，是真實

的天主，抑或是我們心目中的天主？我們投身的是天主的工程，抑或是個人的野心

和慾望？兩者的區別，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保祿明白耶穌所講的十字架，就是一種精神上的不斷警醒和捨棄。世界上的生活無

論多愜意、情感無論多溫馨，都不是我們最後的目標和擁有的對象。當他晚年在羅

馬被囚期間，遇上費肋孟的奴隸敖乃息摩，很喜愛他，視他為心肝，甚至有意留他

在自己身邊，服侍自己。可是，保祿知道自己最後的目標是甚麼，也不想敖乃息摩

只活在自己身邊。幾經掙扎，保祿打發他回到費肋孟那裡，希望費肋孟不再視他為

奴隸，而是「可愛的弟兄」。（費 16） 
 

愜意的生活或溫馨的情感雖然是天主臨在的標記，但那不是天主本身。經常的警醒

和抽離能幫助我們較正目標，走得更遠。耶穌以兩個比喻來說明抽離的重要：「你

們中間誰若願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籌算費用，是否有力完成呢？……或者一

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那有不先坐下運籌一下，能否以一萬人，去抵抗那領

著兩萬來攻打他的呢？」（路 14:28-31） 
 

每天的祈禱其實就是一個讓自己保持警醒和抽離的習慣。很多人因找不到時間和合

適的地點而放棄祈禱。其實這只會令自己的信仰生活陷入惡性循環。愈不意識自己

所愛的是自我塑造的天主，我們愈無力去愛；愈不意識自己所投身的原來是個人的

抱負，我們愈徒勞無功。祈禱就是再次回歸到生命的泉源，讓自己的生活方向得到

調整，服務的動機得到淨化。 

 

道亦有道   

如果誰要跟隨我  

閰德龍神父 
 

今日福音記述有許多人與耶穌一起。耶穌去到每個地方，都吸引了不少人，這些人

包括被祂揀選為門徒的；因好奇想看看耶穌，湊湊熱鬧的；查看耶穌有否做錯甚麼

，然後陷害祂，控告祂，置祂於死地的。與耶穌同行的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人！我

們也是與耶穌同行、跟隨祂的人，那麼，我們屬於哪一類型？  

 

 我們接受了洗禮，成為天主的子女。我們在生命中做了一個重要的抉擇，就是以天

主為我們生命的主。正因如此，我們今早齊集在上主的殿內祈禱、讚美上主，參與

感恩祭。但是接受洗禮，主日參與感恩祭並不足夠，耶穌說如果誰要跟隨祂，還須

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要愛祂多過其他東西。在我們生命中，天主是最重要的，這是我們信仰生活

最基本的態度。如果沒有這份態度，我們的信仰便會失去意義。如果我們視天主為

可有可無，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話，我們要重新評估自己的生活。在福音中，耶

穌說人要愛祂超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這說

法好像與祂平時的教導互相違背。但這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耶穌是要指出我們在任

何時刻作選擇的時候，都應將天主放在首位，即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在

萬有之上，萬有即所有的東西。我們如果不是將天主放在首位的話，自然會被其他

東西取待，如金錢、名譽、地位……那麼，我們還是不是跟隨耶穌呢？  

 

 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不一定是苦的，也可以是甘飴的。背十字架使

我們更加明白天主聖意，與主心靈相通，每天做好天主要我們做的事。例如參與主

日感恩祭，總有些教友遲到，大家都明白乘搭飛機或渡輪，非準時不可，我們甚至

會提早抵達機場或碼頭，以免錯過了班次。可見遲到參與感恩祭的問題，是基於我

們對信仰生活的態度與我們抉擇的優次有關。在十字架路上，希望大家有一份自我  


